
这一周频繁走访老劳模， 交稿日期又紧， 天天加
班， 很是疲累。 风尘仆仆赶到陈秀珠老人家里时， 面
对一个言语很少， 耳朵又有些背的老人， 采访进行得
很艰难， “疲累” 在记者心头进一步升腾， 颇有种喘
不过气的感觉。

在闲聊中， 陈秀珠的外甥女陈燕不只一次跟记者
说起： 你知道吗， 听说你要来采访， 我阿姨这一星期
都很期待， 每天都跟小孩儿一样， 问我采访日子到了
没？ 还提前洗了澡， 换了新衣裳， 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心头乐着呢。

我的心里有了些许的感动： 对我们记者来说， 她
只是一个采访对象， 可能跟以往或以后的无数次采访
一样， 无太多特别。 但是对一个百岁老人来说， 这种
采访是被重新记起、 弥足珍重的经历。 “是的， 社会
还没有忘记我” 这种意识让老人把采访当成了一件重
要而神圣的事， 她不会用言语诉说热烈， 就用 “沐浴
更衣” 表达了她的庄重心情， 这一份 “庄重”， 深深打
动了记者。

在采访中， 陈秀珠始终端坐在沙发上， 我们多次

说， 您年龄大了， 要是累了就进去休息会儿吧， 她始
终说着 “不累”， 而且多次说着 “谢谢”， 听陈燕说，
陈秀珠平时很少笑， 但是那天下午， 她有好几次都露
出了难得的笑容。

在采访当天， 京棉集团的工会副主席张俊华也在，
这是她第二次来看望陈秀珠老人。 她说， 工会的工作
人员看望老劳模， 不仅是给予， 是付出， 更得到了精
神上的感动； 老劳模的口头语就是， 感谢组织还记得
我， 我没什么特殊的， 得到的已经太多了， 慰问金给
更困难的劳模吧。

在世俗的社会里， 人们总是抱怨付出的多， 得到
的少， 可是这些老劳模们， 他们觉得自己很普通， 他
们不计得失， 唯一的心愿就是把工作干好。 此外， 社
会给予他们的一点点关注和回报， 他们都以十分感恩
的心对待。

这一份 “只求付出， 不求回报” 的精神值得我们
敬仰、深思。陈秀珠老人一辈子与人为善，很少计较名和
利， 她如今幸福的晚年生活和相对健康的身体状况，也
是上苍对她最好的回报和馈赠吧。

在陈燕讲陈秀珠老人的故事时， 她一直端坐
着， 听到一些内容时， 会有些自豪的表情。 看到
老人状态不错， 记者就势问了几个问题。 因为老
人言辞非常短， 所以她所在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
陈燕会适时做些补充。

记者： 您在京棉三厂那会儿应该工作很辛苦
吧？

陈秀珠： 不辛苦， 一天工作8小时， 还有休
息日， 50岁就退休了， 旧社会一天工作十几个
小时， 还没有休息日呢。

（工作人员补充： 其实车间很辛苦， 因为上
浆对温度和湿度都有要求， 所以夏天对工人来
说， 车间就是蒸笼， 额头上的汗根本就停不了，
而冬天则要克服那极大的温差， 还有浆料那刺鼻
的味道和噪音，在车间待一天，不好受。）

记者： 听说您是党员， 是哪一年入的呢？
陈秀珠： …….这个，我想不起来了。 （陈秀珠

原来不动的左手，这会几个手指开始摸索沙发。）

记者： 您参加过劳模表彰会吧？
陈秀珠 ： 参加过 。 还去过人民大会堂呢 。

（她一本正经的脸上有了笑意）

记者： 那您知道您为什么被评劳模吗？ 是不
是因为您太优秀了？

陈秀珠： 是工长推荐的我， 我很普通啊， 大
家都干得不错， 原因……这我哪知道啊？ （一本
正经里带着疑问， 给人一种萌萌的感觉。）

……
陈秀珠： 我是1954年入的党！ （在记者沉

默思考问题的时候， 她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陈燕补充： 我姨就这样， 干什么事都特别

认真， 以前在工厂里， 分给她什么活， 她就踏踏
实实干好， 学员问她什么问题， 她会的， 就详细
告诉他们， 她不会的， 也会千方百计找到答案，
然后讲给学员听。 你刚才问了入党的时间， 她手
摸索着就一直在思考呢。）

记者： 饮食有忌口吗？
陈秀珠： 没有。

记者： 晚上几点睡觉？
陈秀珠： 8点半准时躺床上。

记者： 要是睡不着呢？
陈秀珠： 睡不着也躺着， 这样有规律。
（陈燕补充： 我姨的生活习惯很规律， 她每

天晚上8点半准时躺床上， 早上7点起床， 中午
会休息一会儿， 其他的时间就是坐着， 什么都
吃， 不挑食， 还爱吃水果。）

记者： 您这么长寿， 跟我们分享下您的长寿
秘诀吧？

陈秀珠： 哪有秘诀啊， 活着活着就101岁了
（她的表情十分认真， 语言又直接， 给人很萌的
感觉， 她说完这句，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记者： 您有什么爱好？
陈秀珠： 看新闻和天气预报， 以前还读报。

记者： 您坐了这么久 ， 累吗 ？ 要不去歇着
吧!

陈秀珠： 不累。 （又恢复到一本正经的样
子。）

4月22日下午， 坐了两个小时的车， 记者终于赶
到了位于团结湖附近陈秀珠的家里， 开门的是陈秀珠
的外甥女陈燕， 家里十分热闹， 原来陈秀珠所在单位
的领导正好过来看望她。 在一群人中， 记者的目光很
快被她吸引 ： 她有着偏黑的头发 ， 整整齐齐梳到耳
后， 只有仔细观察时， 才能发现黑发下隐隐的白发。
她有些瘦弱， 背不弯， 精神状态也看着不错。 只看背
影， 完全是60岁老太太的模样， 只有转过身来， 看到
她脸上遍布的如沟壑般的皱纹， 星星点点的老年斑，
还有那一双饱经沧桑后淡然的眼睛， 才不得不感慨：
这早已是度过了一个世纪的岁月的一位老人。 时光之
轮轰轰然从她身上碾过， 留下的， 是辉煌的业绩， 还
有执着走过的风雨人生。

16岁做童工
从未有偷懒的时候

“你好！” 陈秀珠轻轻说了句， 脸上有了些微的笑
意， 她把记者领到了沙发边， 示意记者坐下， 此外，
再没说别的。 看得出来， 老人不善寒暄， 言辞少， 性
子直和板。

“我姨早就盼着这个采访呢 ， 昨天特意洗了澡 ，
今天一大早就换上了新衣服， 不过她耳朵有些背， 话
也少， 所以直接简单的问题你就大声点问她。 如果是
她的故事的话， 我可以给你讲讲， 毕竟我跟她已经在
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了。” 陈秀珠的外甥女陈燕笑
着对记者说。

陈燕的话提醒了记者 ， 记者马上回头望向陈秀
珠， 发现她穿了一身崭新的浅灰色衣服， 只在衣服的
前襟上有两道圆形的红色花边， 于简朴淡雅中透着喜
庆的意味。

在陈燕的讲述里 ， 陈秀珠的人生轨迹逐渐展
开———

陈秀珠生于1915年， 今年正好101岁。 她出生在上
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兄弟姐妹8个， 家境并不富
裕， 为了分担家里的负担， 她16岁便在上海一家纺织
厂做女工。

“厂里噪音大，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没有休息
日。 夏天最难熬， 动辄40多度的高温， 使得擦汗的手
绢湿漉漉的， 常常一拧一把水， 我阿姨额头上因此还
起了大片的疖子。”

陈秀珠所在的是日资企业， 经常会有监工， 因为
工作强度过大， 会有女工想尽办法怠工省力什么的。
但陈秀珠从不， 她干活不惜力， 从未被工厂发现有偷
懒的时候。

“我姨干活拼命，车间给什么活，她干什么活，而且
追求完美，一定会干好，踏实的本分人，不会耍滑。 ”

北上培训学员
干工作很有“拼命三郎” 的劲儿

1956年， 京棉三厂还未投产前， 为了培训学员，
工作经验十分丰富的陈秀珠被调到了北京。 此后， 便
留在了北京。

她在京棉三厂的准备车间当整经值车工兼教练

员。 所谓的 “整经”， 就是把经纱上浆后， 通过浆纱
机并合后卷绕在织轴上， 做好织布前的准备工作， 这
也是 “准备车间” 的名称由来。

当时京棉三厂新来的工人完全没有经验， 整经工
作方法都得陈秀珠手把手地教， 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有关当年陈秀珠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 陈秀珠只
是简单说了一句： 没什么。 此外就没说出什么来。 陈
秀珠所在的单位领导 ， 因年代久远也只能笼统地说
出 ， 她表现优异 ， 被评为北京市劳模 ， 参加过群英
会， 再详细的， 也说不出来， 毕竟陈秀珠退休已经51
年了。

经过多方寻找， 记者终于看到了陈秀珠的档案。
在 “北京市1959年先进生产者事迹登记表” 中，

写着 “陈秀珠” 的名字， 在 “主要事迹” 一栏， 写了
她的工作成就。 内容涉及两方面， 一方面是讲了她教
徒工取得的优异成绩， 内容如下： 该同志自从参加群
英会之后， 工作更为突出， 尤其表现在教徒工方面，
她仅仅使用了45天时间， 就让一个完全不懂纺织技术
的学员达到了熟手的水平， 学员反映， 陈老师教学员
时耐心 、 负责 ， 一遍不会 ， 又教一遍 ， 直到掌握为
止， 并且随时随地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教， 这样学
员就能很快掌握技术。

另外， 关于陈秀珠在技术革新方面的突出表现，
档案中是这样写的： 在技术革命运动中， 为了响应党
委提出的不断革新的号召， 陈秀珠经过刻苦钻研、 练
习， 创造性地完善了工作方法， 车间研究之后， 在三
班进行全面推广。 陈秀珠在各个运动中都能起积极带
头作用， 在日常生产中总是干劲儿十足， 精神百倍，
为此自1956年-1958年连续都被评为年度得先进生产
者。

档案中显示， 1959年1月至7月， 陈秀珠生产均超
额完成任务， 质量上和单项动作都超过健将级标准，
故在1959上半年被选拔为健将 （陈秀珠疵点率0.013/
万公尺， 单项动作达到21秒。 健将级指标为0.015/万
公尺， 单项动作达到25秒）。 陈秀珠在日常工作中总
是勤学苦练， 并且虚心向别人学习， 精通工作法， 技
术熟练。

在最后的评语方面， 档案中写道： 陈秀珠工作中
最突出的是工作老练， 对质量负责任， 找头稳准快，
清洁工作有顺序 ， 在处理复杂 、 难的技术时快而不
乱。

虽然档案中有关陈秀珠的工作事迹， 只有短短的
两页， 但是从这些文字中， 记者能大体在心中勾勒出
陈秀珠的形象： 勤于钻研， 善于创新， 在各项工作中
都充满干劲。

陈秀珠的一个妹妹也是纺织厂的女工， 于是她就
跟妹妹一家住在一起。 1958年， 陈燕出生， 由于陈燕
的母亲在厂里财务科上班， 工作很是繁忙， 所以在工
作之余， 照顾他们姐妹三个的重任就落在了陈秀珠的
肩上。

“我姨她很勤快， 买菜， 做饭， 做家务， 照顾我
们， 她样样做得好。”

在陈燕的记忆里， 她的阿姨陈秀珠是一名十分出
色的纺织女工， 车间里的工作她抢着干， 很有种 “拼
命三郎” 的劲儿。 对待学员们也十分友好， 爱工作，

爱学习， 经常下夜班后直接去参加工厂里的各种学习
班。

“我姨任劳任怨， 从来没对学员不耐烦。 前一段
时间， 我陪着阿姨去市场买菜， 几个70多岁的老人热
情叫着 ‘陈老师 ’， 他们对她的敬重我都看在眼里 ，
后来， 他们还来家里看望她， 他们聊起当年在车间的
工作， 开心得不得了。”

接踵而来的是陈秀珠获得的各种荣誉， “我阿姨
参加过群英会， 去过人民大会堂， 我从记事起， 就觉
得她特别了不起。”

脾气率真直爽
愿意助人却不愿麻烦人

让陈燕印象最深刻的是陈秀珠的 “好脾气”： 从
来没见她跟谁发火或红脸 ， 即使生气了 ， 一会就好
了， 心态特别好， 对人也善良。

退休后， 陈秀珠当起了家属楼里的楼长， 协助居
委会收水费、 电费什么的， 遇到没交上的， 她就自己
给垫上。 “我们知道了问她原因， 她就说都是街坊邻
居， 也没多少钱， 垫上就垫上吧。” 陈燕说。

陈秀珠这一辈子做了三个大手术， 1965年， 做了
子宫摘除手术； 1983年， 做了胆囊摘除手术； 2009年，
93岁的她换了一个股骨头。

“我阿姨93岁前还是比较健康的， 经常出门， 能
活动， 能干家务， 还跟以前一样， 利利索索， 就是93
岁摔了一跤摔坏了， 换了股骨头。”

换股骨头的手术很惊险， 毕竟陈秀珠那会已经93
岁了， 但是陈秀珠坚持要做， 家里人都捏了把汗。 最
后手术很成功， 但是医生嘱咐要想恢复好， 必须坚持
适当运动。

出院后， 陈秀珠就拄着拐杖在楼道里转， 每次转
十几圈， 一天转三次， 从没中断。 等复查时， 恢复得
特别好， 连医生都惊叹。

“阿姨是个特别有毅力的人， 她干活那会儿就那
样， 从不喊苦， 而且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强， 她从不让
我给她洗内裤什么的， 她特别不爱给人添麻烦。”

由于年龄大了， 陈秀珠现在患有老年白内障、 痛
风、 脑梗等病， 此外血糖有些高， 心脏不太好， 她每
天要吃13种药， 可喜的是， 老人记性很好， 哪种药什
么时候吃， 吃多少， 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身上有个病
啊 ， 痛啊 ， 她也从来不喊疼 ， 不抱怨 ， 都是按时吃
药， 所以身体总体不错。

“阿姨在我们家那么多年 ， 尽心尽力照顾我们 ，
我爸说姨是我们家的 ‘功臣’。”

这几年一直是三个外甥女在陪伴和照顾老人， 去
年陈燕的老伴退休后 ， 都是陈燕和老伴在照顾陈秀
珠， 陈燕的老伴以前曾是厨师， 如今一天三顿给老人
做各种可口的饭菜， 陈燕的姐姐和妹妹也会过来看望
老人。

陈燕的母亲30多年前就去世了， 这给陈燕姐妹造
成了永久的遗憾， 所以她现在特别珍惜跟阿姨在一起
的日子， “俗话说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我就盼
着阿姨能多活几年， 这样我也就满足了。” 陈燕感慨
地说。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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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陈秀珠：

记者手记：

陈秀珠退休前后

平时老人自己包饺子

老人一直自己缝补衣服

陈秀珠 （前排中） 和工友在一起

外甥女为老人过生日

陈秀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又是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 在这个节日里， 我们不该忘了那些曾为共和国做出过贡献的劳模们。 在寻访的过程
中， 记者了解到了这样一位老劳模， 她叫陈秀珠， 已经101岁了， 一生把所有的热忱都献给了北京的纺织事业。 几经
辗转， 记者终于联系到了她， 有幸聆听了这位百岁老人的风雨人生。

百岁劳模陈秀珠
一一生生热热忱忱献献给给了了纺纺织织事事业业的的


